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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風險披露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 )有限公司  (「建行(亞洲 ) 」或「本行」) 重視氣候變化帶來的影
響，積極建立有效的氣候風險管理策略，採取不同措施應對氣候相關風險。我們於
2022 年成立綠色低碳發展和氣候風險管理工作小組，推動監管指引的實施落地，
並通過將氣候因素納入業務發展政策和銀行運營，令本行的戰略和業務政策嚴格遵
守和執行監管當局和中國建設銀行總行的碳中和、綠色運營和綠色金融政策。  
 
在公司治理層面，本行董事會由執行委員會及風險委員會協助監察氣候相關議題。
董事會負責審議銀行的可持續發展策略、目標及優次，以及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重要
政策，審議重要的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 )議題及相關舉措，並監督銀行可持
續發展的表現。執行委員會由總裁擔任主席，高級管理層包括副總裁擔任該委員會
之委員。通過執行委員會，高級管理層參與準備並向董事會推薦氣候相關的發展策
略的方向、風險和機遇，並報告其工作情况及表現。  
 
風險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董事」 )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一
名獨立董事擔任主席。風險委員會全部委員均具備財務、會計及銀行業或金融業管
理背景。風險委員會負責審議及提請董事會審批銀行氣候風險相關政策制定，並監
督其實施情况及定期檢討，以確保銀行的氣候政策有效實施並符合當時的相關氣候
政策及目標。  
 
有關氣候相關議題的溝通方面，董事會及上述相關專門委員會通過會議、書面決議
案（如需要）及/或傳閱報告形式進行。董事會、執行委員會及風險委員會於 2023
年分別舉行了四次、十六次及四次會議。風險委員會亦於 2023 年每季發出一次傳
閱報告。  
 
於 2023 年，董事會及相關專門委員會審議了以下有關氣候風險及機遇的議題：  
 綠色金融轉型及建行 (亞洲)綠色金融業務發展情况報告  
 於業務發展計劃中提升綠色金融的元素  
 成立低碳綠色發展和氣候風險管理工作小組  
 綠色可持續銀行業報告  
 將氣候風險影響納入資本充足評估程序評估範圍  
 重檢壓力測試政策文件的年度更新及氣候風險壓力測試的框架和結果  
 新氣候風險定量指標納入風險偏好陳述書  
 銀行專業資歷架構  -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有關綠色金融和 ESG 最新發展的       

員工培訓  
 氣候風險監控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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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董事會了解氣候相關議題的最新趨勢，本行提供相關的氣候主題培訓，確保
董事會具備必需的專門知識及技能，監督及管理氣候相關議題。董事會於 2023 年
共提供了 8.5 小時氣候相關議題的培訓，其中向董事會推薦了兩場網絡研討會及分
享了四份培訓材料，相關培訓議題如下：  
 
網絡研討會：  
 了解環境、社會及管治的披露和評級  
 香港交易所新的氣候相關披露和  ISSB 標準  
 
培訓材料：  
 建行(亞洲)2022 年年報及氣候風險相關披露  
 銀行業氣候相關披露 (第一及二階段)  
 新 ISSB 準則  – 對香港的影響  
 準備落實 ISSB 的 IFRS S2 氣候準則  
 
本行已進行 2023 年董事會評估。該評估涵蓋的領域包括：氣候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氣候戰略的制定和發展；及風險偏好閾值的制定和表現。  
 
在氣候風險管理策略方面，建行 (亞洲 )嚴格遵守和執行監管機構和總行的碳中和、
綠色運營和綠色金融政策，將其納入戰略和業務政策之中。本行管理層要求各部門
將氣候因素納入業務發展政策和銀行運營中。建行(亞洲)於 2021 年制定了  建行(亞
洲 )綠色運營方案，針對綠色運營措施、目標和時間表作出明確規劃，並對本行污
染氣體排放和溫室氣體排放盤查工作制定基礎框架。為推動監管指引的有效實施，
建行(亞洲)於 2022 年成立了綠色低碳發展和氣候風險管理工作小組。  
 
建行(亞洲)密切關注銀行所處的經營環境，並積極開展碳中和、ESG 和綠色金融領
域的研究。這些研究支持本行應對氣候變化的經營戰略和決策，分析評估本行的競
爭地位和市場狀况，以探索有關商機並支持客戶轉型。建行(亞洲 )與特區政府環境
局、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保持密切的溝通聯繫，以獲得相關持
份者的意見和見解。  
 
此外，本行按照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所提供的氣候情景進行全行性氣候風
險壓力測試，氣候情景包括「有序轉型 (低於 2℃ )情景」、「無序轉型 (延遲轉型 )
情景」以及「當前政策情景」。本行就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分析了相關的風險如何
影響及傳導至本行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操作風險等主要風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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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實體風險，本行主要評估了因平均溫度上升、平均海平面上升以及越趨頻繁與
嚴重的極端天氣事件等對本行與物業相關貸款組合的影響。對於轉型風險，本行評
估了氣候政策 (如碳價上升)、減碳技術革新和市場大趨勢的變化等對本行資産組合
的影響，其中包括對高碳排放行業的主要資産組合進行了精細化的評估。全行性氣
候風險壓力測試的結果顯示各氣候情景對本行的資本充足性並無重大影響。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對銀行財務規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拓展綠色業務：本行緊貼 ESG 市場趨勢，實施綠色轉型戰略，重點發展綠色貸

款、可持續掛鈎貸款、社會責任貸款、綠色債券等産品，全面提升本行綠色業
務能力。財務規劃考慮了綠色業務的增長，同時適當分配資源來支持相關活動，
投資於産品創新以開發新産品，以及通過員工培訓建設綠色金融能力。  

 推動金融科技戰略及電子銀行：本行持續簡化操作流程，推動金融科技戰略規
劃和零售數字化轉型，豐富線上産品體系，加快業務向線上平台遷移。財務規
劃考慮了上述戰略需求，加大了系統開發、底層基礎設施升級、金融科技人才
隊伍建設等方面的資源投入。  

 運營費用控制：本行將嚴格控制打印費、辦公用品、耗材等運營費用，推進無
紙化經營，在通脹環境下實現成本節約，為重點戰略綠色轉型騰挪資源。同時
本行在促進節能降耗、綠色運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也採取了多項舉措。  

 
風險管理方面，本行了解到應對氣候相關風險的重要性，並已採取措施將氣候風險
元素納入風險管理框架及政策，包括實施涵蓋氣候風險的風險管理政策，例如風險
管治政策、氣候相關風險監測的信用風險管理、風險偏好陳述書等。建行 (亞洲 )還
制定了涵蓋綠色信貸識別、評估和管理的相關指引文件。此外，在新産品/服務評
估及核准流程已考慮氣候風險因素，並於産品風險合規評估手册中記錄。為確保有
效的風險管理，本行採取戰略以識別、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包括實體風險和
轉型風險。  
 
作為全面氣候相關風險管理流程的一部分，金融機構必須建立有效的氣候風險壓力
測試以分析氣候變化加劇的影響。有見及此，本行定期進行氣候風險壓力測試及情
景分析，以協助本行持續地評估氣候相關的風險對本行客戶及業務的影響。另外，
本行積極參與由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統籌的 2023-2024 年度銀行
業氣候風險壓力測試。氣候風險壓力測試涵蓋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分析相關風險
如何影響及傳導至本行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操作風險的主要風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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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本行面對的實體風險上，本行採用多種方式應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
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影響，具體措施如下：  
 
 信用風險：本行定期對位於香港氣候脆弱地區的抵押物業進行排查，識別本行

物業抵押貸款業務面對的潛在實體風險，並每季向管理層彙報。  
 市場風險：本行針對市場風險制定了氣候風險壓力測試方法，並將其納入銀行

的壓力測試框架並包括氣候風險情景。  
 操作風險：在銀行業務連續性方面，本行定期分析實體風險對本行的運營風險

構成的影響，例如，極端天氣可能對銀行的基礎設施産生負面影響及損害。  
 流動性風險：本行了解到當氣候灾災害發生時，氣候風險驅動因素可能導致交

易對手方撤回存款和透支信貸額度，融資渠道可能會減少。為積極管理相關風
險，銀行在其應急資金計劃中設有存款流失和提前提款以及銀行間借款溢價的
預警指標機制。本行有模型可以計算每日流動性覆蓋率（LCR）/流動性匹配率
（LMR）並預測未來的趨勢，這使我們能够在因氣候風險事件導致存款流失的
情况下，檢測到流動性的急劇下降。銀行會進行當前市場風險參數的壓力測試，
通過壓力測試可以反映銀行對市場風險的抵禦能力，包括氣候風險。  

 
在管理本行面臨的轉型風險上，本行採取以下措施以有效解決和降低其對信用風險、
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影響：  
 
 信用風險及市場風險：銀行貸款及債務證券投資組合的估值受多種因素影響，

包括與氣候相關的風險，因此會産生波動。本行遵循香港金管局的指導原則，
識別出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高碳排放行業（HCE）。這一識別過程應用於貸款
客戶或發行人所在行業，以將氣候風險相關的持有物進行分類。同時，本行採
用並持續優化高碳排放行業分類定義，月度對貸款組合及債務證券投資組合的
氣候轉型風險敞口進行監控，以確保其佔比沒有超越監控的指標閾值。  

 流動性風險：本行持續監測氣候風險對流動性的影響，並及時了解市場和監管
要求的最新動態，包括政策變動、技術進步和市場情緒變化帶來的轉型風險。
銀行會留意監管指引，並確保定期檢討相關政策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  

 
本行經過嚴謹的風險識別流程以辨識與氣候變化影響相關的關鍵風險。透過將以上
的措施納入常規的氣候相關風險管理流程，確保本行做好充分準備以有效的應對實
體風險和轉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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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標和目標方面，本行制定了合適的指標評估氣候相關風險，包括監測物業抵押
貸款業務的抵押品價值、七個高碳排放行業的貸款類和債券類餘額、位於香港氣候
脆弱地區的銀行分行和資産等。通過採用這些指標，銀行可以深入了解及監控氣候
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對其資産組合的潛在影響，並有效管理氣候風險。  
 
本行收集能源及回收物資等數據以計算運營相關的碳排放，擬於 2024-2025 進行
碳審計。具體已執行運營相關措施如下：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2019 年在中國建設銀行中心部分樓梯間及停車場安裝傳感

器及 LED 燈。2020-2021 年在中國建設銀行中心及中國建設銀行大厦公共區
域調節用電時間，完成在全部樓梯間安裝傳感器、更換 LED 光管及優化燈光及
空調開關時間、優化中國建設銀行大厦中央冷氣製冷機運行情况等。2023 年完
成更換中國建設銀行中心辦公室內 LED 燈及安裝空調管理系統，提升運作效率。  

 使用可再生能源：2022 年底於中國建設銀行中心完成安裝光伏發電設備，
2023 年全年發電約 33,500 kWh，2024 年預計全年發電約 32,750 kWh。  

 系統及設備優化：( i) 中國建設銀行中心及中國建設銀行大厦均計劃於 2024 年
加裝及改善空調系統可變速驅動器，可變速驅動器可以根據冷凍需求，自動調
整馬達或壓縮機的運行速度，做到能更有效控制及減少馬達或壓縮機運行時耗
電量，從而全面節省電能。(ii ) 中國建設銀行中心分階段為樓層風機盤管冷氣機
升級為節能馬達，馬達採用較新的永磁技術，運轉時自行産生磁通量，從而減
少能耗。(ii i)中國建設銀行大厦預計於 2024 年陸續更換辦公室內的照明為 LED
燈。全部完成後 2025 年起每年可共節省電力消耗約 630,600kWh。  

 節約用水 :中國建設銀行大厦及中國建設銀行中心洗手間水龍頭安裝省水閥。  
 更換新能源電動汽車：於 2021 年更換符合歐盟 IV 的小巴。2024 年更換一輛

新能源電動汽車替代舊汽油車。電動汽車使用能源成本較低，實現環保減排和
綠色轉型。  

 交通零碳排放：於中國建設銀行中心增加電動車充電設施，令充電車位數量較
2021 年增加 150%，鼓勵使用電動車。  

 碳排放排查：安排第三方作獨立碳排放審計，以 2023 年最後實際運營數據計
算 2023 年度碳排放量，全面檢視各方面執行相關領域低碳運營目標及成果。  

 
通過持續的努力，2021-2022 年中國建設銀行中心及中國建設銀行大厦公衆地方、
中國建設銀行大厦 21 樓私人銀行辦公室及灣仔分行相繼取得由香港品質保證局認
證的綠色建築認證「EDGE」  (Excellence in Design for Greater Efficiency)環
保認證；於 2023 初榮獲香港品質保證局頒發的碳排放數據披露證書，表彰本行披
露碳排基數及數據資料。  
 

完  


